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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民 体 育 权 利 的 内 涵 与 法 律 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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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体育活动的内涵、功能以及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研究公民体育权利的内涵和法律地位，认为：

体育权利的内涵应该确定为：每个公民获得从事体育活动的资格、条件与技能，从事自己所选择的体育活动并

且从中获益的权利。该权利由利益、资格、要求、技能与自由 5 大要素构成。公民体育权利是时代进步与发展

的必然产物，为了建设节约、和谐与创新型的社会，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应该提升体育权利的法律 地 位。从

身体健康权和文化权利的角度看，体育权利应该属于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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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legal status of citizen’s sports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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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sports activit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 activ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the connotation of sports right should be determined as the right of every citizen to acquire the qualifica-
tion，conditions and skills for engaging in sports activities，to engage in sports activities chosen by that citizen，and thus to
benefit from such sports activities . This right consists of 5 constituents，namely，interest，qualification，requirement，skill and
freedom. Citizen’s sports right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 . In order to build a re-
source efficient，harmonious and innovative society and fulfil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itizens，the status of sports right
should be promoted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health right and cultural right，sports right should be attributed 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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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是调整体育关系的基本法，它为构造体育法律

提供了框架、原则与 依 据。它 在 我 国 法 律 体 系 中 仅 次 于《宪

法》，其他有关涉及 体 育 的 法 律、法 规、规 章 或 规 范 性 文 件 不

得与它冲突。而它的依据则是《宪法》。因此，《体育法》及其

他调整体育 关 系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所 保 障 的 公 民 权 利 是 对《宪

法》中公民基本权 利 的 部 分 实 施。也 就 是 说，公 民 体 育 权 利

是一项宪法权利。

在过 去 10 年 中，中 国 发 生 了 很 大 的 变 化。进 入 市 场 经

济之后，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市场经济激活了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在于作为个体的

人类生命的 重 要 性，而 不 仅 仅 是 作 为 一 个 社 会 成 员 的 重 要

性。于是，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过去我们 只 讲“为 祖 国 健 康 工 作 五 十 年”，现 在 还 要 讲

“幸福生活一辈子”；过去只讲“奥运争光”，现在还要讲“人文

奥运”。这种变化带来了人们体育权利意识的增强。在有的

省市制定的有关全民健身条例中，写进了这样的话语：“本市

市民有参加体育健 身 活 动 的 权 利”（《上 海 市 市 民 健 身 条 例》

第 4 条）。应该说这是中国社会进步在体育方面的体现。随

着公民体育权利意识的逐步增强，研究公民体育权利就有了

很多的现实意义。首 先 研 究 公 民 体 育 权 利 有 利 于 公 民 体 育

权利意识的增强，其次有利于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目前公

民的体育权利经常被忽视，比如学校不开设或轻视体育课使

学生的体育权利无 法 实 现；企 业 不 主 动 组 织 体 育 活 动、不 安

装体育设施，使员工 无 法 开 展 体 育 活 动 的 现 象 还 时 有 发 生。

这些行为都忽视、剥 夺 了 公 民 的 体 育 权 利，使 公 民 的 体 育 权

利得不到保障。只有 加 强 研 究 公 民 体 育 权 利 的 内 涵 与 法 律

地位，才能有利于公民体育权利的维护。

1 体育权利的内涵

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伴随近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

济的发展而日益从其他生活领域中划分出来，成为人们经常

发生的社会行为和 社 会 关 系。国 家 将 其 作 为 一 项 社 会 事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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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管理，从 一 开 始 就 纳 入 了 以 民 主 为 原 则 的 现 代 法 制 体

系，维护和保障公民 具 有 广 泛 的 体 育 权 利，是 体 育 法 制 民 主

原则的突出体现。根据体育活动的内涵、功能以及与人的发

展的关系，可以对体 育 权 利 作 如 下 界 定：体 育 权 利 是 每 个 公

民获得从事体育活 动 的 资 格、条 件 与 技 能，从 事 自 己 所 选 择

的体育活动并且从 中 获 益 的 权 利。体 育 运 动 的 权 利 包 含 有

“正义”的意思，因此 理 解 体 育 权 利 的 概 念，必 先 理 解 正 义 概

念。根据现代法学的 概 念，我 们 可 以 得 到 以 下 认 识：国 家 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 体 育 法》（以 下 简 称《体 育 法》）的 颁 布 实

施，确认公民享有体 育 运 动 的 权 利，这 就 意 味 着 承 认 公 民 可

以从国家或社会那里 获 得 有 利 于 参 与 体 育 活 动 的 必 要 保 证

和条件，相应地，国家 和 社 会 应 该 向 公 民 提 供 这 种 保 证 和 条

件，这种“应得”、“应予”，通常被解释为“正当”或“正义”。在

此意义上，享有体育 权 利 就 意 味 着 享 有 一 种 正 当 的 利 益，意

味着可以有资格提 出 关 于 这 种 利 益 的 要 求。国 家 履 行 相 应

的义务，也就意味着 按 照 正 义 的 要 求，提 供 满 足 公 民 体 育 要

求的条件和服务。“应 该 获 得”和“应 该 提 供”的 活 动 内 容 和

方式却总是要受到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社会精

神文化的制约，由于受到《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

法规文件的支持和 确 认，所 以 在 我 国，确 保 大 众 体 育 运 动 的

权利和义务就上升 为 一 种 制 度，作 为 体 育 权 利，它 包 括 5 个

要素。

（1）体育权利的利益要素。

任何事项能够成为 权 利 首 先 是 因 为 它 能 够 产 生 效 用 或

利益，体育权利的最 重 要 的 要 素 是 利 益，这 种 利 益 既 可 能 是

个人的，也可能是国家或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

精神的。体育的功能决定体育权利的利益要素的具体内容。

功能是“事物或方 法 所 发 挥 有 利 的 作 用”［1］。体 育 功 能 首 先

对于个人而 言 不 仅 具 有“强 身 健 体”的 独 特 功 能，而 且 具 有

“育心”的衍生 作 用。随 着 小 时 工 资 制、5 日 工 作 制、弹 性 工

作制和定期轮休制等劳动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余暇时间

的增多将给体育活 动 创 造 良 好 的 条 件。另 外 制 止 文 明 病 蔓

延、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都市化和脑力劳动者的增加，都

将使体育人口不断增加，体育活动对于公民健康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育心功能 要 从 两 个 方 面 展 开。心 理 学 层 次 上 的

“心”说的是感知觉、表象、记忆、思维、情感、注意等心理过程

和气质、性格、兴趣、能力等个性心理特征。“心”的第 2 个方

面指的是中国古代儒家最常讲的那个“仁心”，也就是今天人

们常说的“道德品质”。所以，体育的“育心”功能要在上述两

个层次上展开，育体为本，育心为辅，本立而道生。

其次体育对于一个 民 族、国 家 的 强 大 也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国民的素质直接关 乎 整 个 民 族 的 素 质。集 中 体 现 在 各 类 竞

技比赛，运动员的优异成绩为国家民族争得荣誉，而且 21 世

纪体育商业化或产业化的范围将愈来愈大，它将占国家国民

生产总收入的很大 比 重。最 后 体 育 在 国 际 上 的 日 益 重 要 地

位也不容忽视。体育运动的国际化是指“一方面形成了现代

竞技项目国际认同的统一标准和规则；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国

际体育 运 动 在 专 业 化、区 域 化 和 民 族 化 多 层 面 展 开 的 特

点”［2］。赛事的增多将为体育交流创造更大的国际空间。随

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世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将日益频

繁和深入，各民族的 传 统 体 育 项 目 将 越 来 越 多 地 走 向 世 界。

优秀选手和 教 练 的 国 际 交 流，将 是“体 育 无 国 界”的 具 体 表

现。全球融合协调发展是 21 世纪的发展主流。尽管国家政

治制度和信仰的差 别、民 族 矛 盾 将 继 续 存 在，但 和 平 与 发 展

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这里的融合是全球经济、政治和社

会发展的合作意愿，这 里 的 协 调 是 指 全 球 范 围 的 人 与 自 然、

人与社会及人与人 之 间 的 协 调。而 体 育 发 展 的 国 际 化 将 会

对全球融合和协调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体育权利的利益要素对于人的个体和群体同

时存在，大众可以选 择 健 康、体 能 和 闲 暇 等 利 益 作 为 行 使 体

育权利的收获。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通过《体育法》促进公

民整体体育事业的 发 展，提 高 全 民 族 身 体 素 质，提 高 体 育 运

动水平，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

体育权利的利益要 素 要 求 纠 正 现 实 中 体 育 活 动 的 高 危

害性倾向（如兴奋 剂、球 场 暴 力、赌 博、贿 赂 等 非 公 正 条 件 下

的竞争；以及各种运 动 性 疾 病、运 动 性 损 伤 和 运 动 性 猝 死），

宏扬体育的健身、养生及健美的本质功能。竞技不过是体育

的一种手段，决不能成为一种目标。它有助于体育目标的完

成，却不能替代体育目标的永恒追求。

（2）体育权利的资格要素。

人在社会关系 中，通 过 行 为 获 得 相 应 利 益，体 育 利 益 的

获得也是如此。提出利益主张要有相应的资格，权利之要义

是“资格”。资格有 两 种，一 是 道 德 资 格，一 是 法 律 资 格。在

我国，道德资格决定 了 全 体 公 民 具 有 享 受 体 育 运 动 的 权 利，

而这种资格则同时由我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

法规文件赋予的。无论是体育锻炼活动、教学活动和竞赛活

动，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平等的参与资格或者参与机会。资格

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导致体育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体育活动

带来的利益对于每个人不可或缺，因此无论在性别、年龄、健

康、地位、财产、民族、种 族 等 方 面 有 何 不 同，体 育 锻 炼、教 学

和体育竞赛资格对于任何公民都必然具备。“体育面前人人

平等”。体育权利中的资格要素与人的生存权利中的资格要

素一样普遍。

体育是属于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理当作用于人的一

生。而在人的一生中，与 其 生 理、心 理 的 和 社 会 的 需 要 最 贴

近的体育追求（即目标）是健、美、乐，因此从事体育活动的资

格贯穿人的一生，体育权利是每个人一生的权利。

（3）体育权利的要求要素。

一种利益若无人提出对它的主张或要求，就不可能成为

权利。而“法定的要求权必然是以其他人对权利拥有者负有

义务为根据的，一种 法 定 权 作 为 一 种 要 求，都 是 针 对 他 人 的

⋯⋯它也是要国家加以承认和实施的要求”［3］。然而大众一

定的体育要求也只是体育权利本质的一个方面，它无法超越

特定的生活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

一个公民可以向谁主张体育权利？在未成年人阶段，他

（她）可以向父母、教 师、学 校 和 政 府 提 出 主 张。上 述 主 体 有

义务通过自己的行为和相互合作，保障未成年人体育利益的

实现。成年人可以向体育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政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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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体育锻炼、学习 和 参 与 竞 赛 的 权 利。同 时，公 民 对 于 任

何妨碍自己行使体育权利的个人或组织，都有请求排除妨碍

的权利，对于损失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种主张权还是公民

在国家管理事务中 所 享 有 的 参 与 权 利 的 一 部 分，一 方 面，公

民有参与体育公共 事 务 决 策 的 权 利；另 一 方 面，对 于 行 政 执

法和司法机构，有提出请求并且获得充分保护的权利。

在我国《体育法》等 法 规 文 件 颁 布 之 前 的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大众所享有的体 育 运 动 权 利 仅 具 有 道 德 权 威，不 能 得 到

有关法律的保护，从 而 出 现 在 有 些 学 校 体 育 师 资 配 置 不 齐、

体育课时被挤用、片 面 追 求 升 学 率 而 严 重 忽 视 了 体 育，以 致

出现了青少年体质 水 准 下 降 的 趋 势；在 一 些 企 业，片 面 追 求

“经济效益”，职工体 育 活 动 的 权 利 得 不 到 维 护，轻 视 职 工 健

康的现象比较普遍；在 相 当 多 的 城 镇，体 育 场 地 设 施 被 侵 占

或挪用，群众应得的 运 动 场 所 得 不 到 保 障 ⋯⋯，已 经 威 胁 到

了公民的健康水平和文化娱乐水平，严重地制约了体育事业

的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保护，所以

上述现象出 现 后，虽 经 社 会 各 方 长 期 采 取 各 种 措 施 以 图 纠

正，但终难从根本上奏效。现在《体育法》从法律上对我国大

众体育运动权利予 以 了 确 认，这 样 一 来，大 众 体 育 权 利 既 是

道德权利，也 是 法 律 权 利。任 何 侵 犯 大 众 体 育 权 利 的 人 和

事，都将导致惩罚性的法律后果。

（4）体育权利的技能要素。

体育利益的实现，除 了 体 育 活 动 所 要 求 的 条 件，主 体 的

体育技能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体育技能指主体能够认识自

身的体育需求和体 育 条 件，具 备 相 应 的 体 育 活 动 的 习 惯，并

熟练地从事特定种 类 体 育 活 动 的 能 力。现 实 中 没 有 获 得 体

育利益的众多主体，不 是 没 有 体 育 活 动 的 条 件 和 设 施，而 是

没有体育活动的技 能。体 育 技 能 能 够 使 有 限 的 体 育 条 件 发

挥最大的体育效应。著名健康教育专家洪昭光教授说：有两

种最好的体育活动，一 种 是 走 路，另 外 一 种 是 太 极 拳。这 两

种运动形式对于物质条件的要求非常简单，但是对于体育技

能的要求却非同寻常。没有相应的知识和技术，就不能够给

自己确立相应的步行运动处方；没有合格的太极拳传人的教

授，也不知道如何从太极拳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因此为了彰

显技能对于体育权利的重要性，应该将其作为体育权利的一

个构成要素。在权利实现的具体操作上，一方面应该保护各

种体育人才，保护各 种 体 育 技 能、尤 其 是 优 秀 和 珍 贵 体 育 技

能的发展与传播；建立合理的体育技能评价和考核体系。另

一方面应该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建立有效的全民体育教育体

系，保护公民对于各种体育技能的学习权利。

（5）体育权利的自由要素。

自由要素即体育行为的选择自由，主要是指权利主体在

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某种体育

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的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在

大众尚没有体育运动欲望的时候，被迫去参加，那么，主动就

变成了被动，权 利 也 就 变 成 了 义 务。 任 何 体 育 活 动 的 组 织

者，包括群众性的体 育 活 动 和 商 业 性 的 组 织 活 动，都 不 能 够

强迫公民从事体育 活 动。当 然 公 民 可 以 通 过 契 约 的 形 式 处

分自己的体育自由，与 其 他 主 体 进 行 利 益 交 换，这 时 公 民 应

该遵守契约上的约定。

体育权利的自由要素意味着要保持体育活动的多样性。

在法律上不能够歧 视 和 忽 视 特 定 的 体 育 活 动。对 爱 好 者 非

常广泛的体育活动进行扶持的同时，对于接受面相对较小的

体育活动，也予以相应的重视。体育权利的自由要素还意味

着要保持体育活动“民 众 自 治”的 属 性。无 论 是 各 种 体 育 组

织的建立，体育竞赛的组织、体育技能评价体系的建立，都应

该由民众自主进行，而 不 是 由 政 府 直 接 指 挥 或 者 包 办 代 替。

发达地区的经验表 明，政 府 和 民 间 组 织 进 行 良 好 的 合 作，是

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大众体育权利的孕育、产生和确立，无非是这

5 个要素所构成。其中，大众体育权利 意 味 着 自 身 体 育 需 要

的满足，凭借着“权 利”，人 们 得 以 生 存 和 发 展；通 过“权 利”，

人们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大众体育生活化的确立，其实也

就是人们为了不断拓 展 自 己 生 命 的 价 值 去 做 出 的 永 无 止 境

的自我探索和自我追寻。这个过程，就是人们在完善自身生

活中的一种价值定位，它可以通过得到社会对他们所获得的

体育权利的承认和个 人 为 发 展 与 完 善 自 己 所 需 要 的 体 育 权

利的实现来对自己生活价值进行确证，并以此来把握自己在

社会中的位置。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指出的那样：人

在满足本能需求的 基 本 量 之 外，“发 达 的 思 维 会 要 求 更 好 的

生活条件，会使人渴 望 实 现 更 理 想 的 目 标”。人 们 通 过 对 体

育生活化的这种自觉选择，就体现了为促进自身生命发展模

式转型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也透析出“人要对自己负责”这句

话的权利内涵。

2 体育权利属于宪法权利

宪法权利，又可称为 宪 法 上 的 权 利，是 宪 法 所 确 认 并 保

护的权利［4 - 5］。宪法的属 性 和 宪 法 学 原 理 决 定 了 宪 法 权 利

是个人持有的抵制政府侵犯、限制与约束政府各机构的一种

权利。广义上的宪法权利包括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所有“公民

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大体上可分为 3 种类型：公民的自由

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又可称为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

权利［6］。狭义的宪法权利有时也可称为自由权利，是近代宪

法理论确立的国家不应干预的主体权利，也是抵制政府侵犯

个体的权利。无论是狭义的宪法权利还是广义的宪法权利，

它们都可称之为宪法所保护的权利。“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

媒介，以谋求个体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为直接目的，并以培养

完善的社会公民为 终 极 目 标 的 一 种 社 会 实 践 活 动。”从 我 国

社会对于体育活动的这一认识可知，体育活动在国民的生存

和发展过程中处于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公 民 体 育 权 利 是 时 代

进步与发展的必然 产 物，为 了 建 设 节 约、和 谐 和 创 新 型 的 社

会，实现公民的全面 发 展，当 代 中 国 应 该 明 确 提 升 体 育 权 利

的地位。我国公民的体育权利无论是在社会权意义，抑或在

自由权意义上都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

（1）我国《宪法》对体育权利的保护规定。

我国《宪法》第二 十 一 条 第 二 款 规 定：“国 家 发 展 体 育 事

业，开展群众性的体 育 活 动，增 强 人 民 体 质。”第 四 十 七 条 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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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化活 动 的 自 由。 国 家 对 于 从 事 教 育、科 学、技 术、文

学、艺术和其 他 文 化 事 业 的 公 民 的 有 益 于 人 民 的 创 造 性 工

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虽然我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体育权利，但从上文论

述中可以看出体育权利是关乎公民生命与健康的重要权利。

而生命权与健康权是国际人权法保护的最基本的人权。《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人人固有的生命

权。这个权利受法 律 保 护。不 得 任 意 剥 夺 任 何 人 的 生 命。”

第十二条规定：“承认 人 人 有 权 享 有 能 达 到 最 高 的 体 质 和 心

理健康的标 准。”我 国 已 加 入《公 民 权 利 和 政 治 权 利 国 际 公

约》和《经济、社会 和 文 化 权 利 国 际 公 约》，毫 无 疑 问，生 命 权

与健康权当然是我国公民的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受到《宪法》

的保护。

（2）体育 权 利 作 为 生 命 健 康 权 的 下 位 权 利 属 于 宪 法 权

利。

“体育”与“生命 健 康”有 着 内 在 的 必 然 联 系。体 育 都 有

通过身体练习即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促进健康之含义。健康

一词之定义，世界卫 生 组 织 已 提 出“健 康 不 仅 是 没 有 疾 病 和

身体不虚弱，而且是 保 持 身 体 上，精 神 上 和 社 会 适 应 方 面 的

良好状态。”影响健康 的 因 素 是 多 方 面 的，诸 如 遗 传、自 然 环

境、教育、生活习惯、个 性 心 理、营 养、体 育 锻 炼，还 有 社 会 文

化环境等。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体育锻炼是主要的。科学

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免疫功能，全面促

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和 身 体 的 正 常 发 育，而 且 能 磨 练 意 志，培

养自信心，提高抗挫力，陶冶性情，增强社会与适应能力。引

用“参加体育锻炼有助于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发生”这一事

实可肯定体育健康 之 关 系。体 育 锻 炼 的 存 在 是 身 体 健 康 的

需要，身体健康本身 就 表 示 为 体 育 运 动 状 态，体 育 锻 炼 或 体

育运动是身体健康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可见生命权、健康权 是 与 人 的 生 命 存 在、人 的 身 心 发 展

紧密相关的权利，是首要的人权。没有生命、健康权，其他一

切人权均无从谈起。生命权、健康权从来都是发展变化着的

权利，它不仅是指人 得 以 存 在 于 这 个 世 界 上 的 权 利，而 且 包

括人好好地生存、生活的权利。在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之后，生命安全和财 富 贫 乏 对 人 身 威 胁 已 降 为 次 要 的 地 位。

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改善对提高生命质量追求的推助，加之

自然恶化和现代“文明病”对人身心损害的刺激，保持身心的

健康成为替代人类 对 衣 食 住 行 的 新 要 求。保 持 和 维 护 人 民

的健康，需要各种社 会 因 素 的 综 合 作 用。其 中，体 育 以 其 独

特的方式，能够改善体质状况，增进身心健康，提高人口素质

和生活质量，促进人 的 全 面 发 展 方 面，发 挥 着 其 他 手 段 无 法

比拟的积极功效。确 立 和 重 视 体 育 在 保 持 与 促 进 身 心 健 康

发展中的地位，是新中国人权立法的一贯作法。我国宪法第

二十一条第二款中的 规 定 正 是 体 现 了 国 际 人 权 法 中 对 生 命

健康权的保护，直接基于增强人民体质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

的。

《体育法》更是通 篇 着 眼 于 全 民 族 身 体 素 质 和 身 心 健 康

水平的提高，体现出 对 生 命 权、健 康 权 的 保 护。在 总 则 关 于

体育方针的表述中，对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

基础的明确强调，对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重点地位的着力突

显，所集中反映的就 是 保 护 公 民 健 康 权 的 立 法 思 想。《体 育

法》的其它内容，还有许多这一方面的明确规定。比如，关于

特别保障和增进青年、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规定；关于公民

参加社会体育活动，增 进 身 心 健 康 的 规 定；关 于 发 展 学 校 体

育，培养德、智、体等方 面 全 面 发 展 人 才 的 规 定；关 于 采 取 推

行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体育锻炼标准、进行体质监测、实行社

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等具体措施和提供各种保障条件，为增进

公民体质与健康服务的规定；以及禁止使用禁用的药物和方

法，防止对运动员身心损害的规定等。《体育法》有关保护健

康权方面的规定，是建立在提高身心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的

较高层次上，来满足人们生存与人身的现实需要和发展需要

的，紧密围绕和主动适应了生命权、健康权保护的时代要求。

可见，体育权利是生 命 健 康 权 的 下 位 权 利，理 应 成 为 宪 法 保

护的宪法权利。

（ 3）体育权利作为一种文化权利属于宪法权利。

“体育”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充满了

各种神奇的矛盾：竞 争 与 协 作、严 肃 与 幽 默、高 雅 与 粗 俗、运

动与静止、抗衡与友 谊、胜 与 败、爱 与 恨、善 与 恶 ⋯⋯ 它 给 人

间社会带来欢乐、健 康 与 笑 声；也 带 来 激 情、热 望 与 振 奋；甚

至也带来成功与财 富 乃 至 失 败、痛 苦、烦 恼 与 灾 祸。体 育 运

动如同一股洪流，把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裹挟进去，尽情宣泄、

享受、排遣、操作，并从中得到教育、启迪和发展，同时又把社

会调遣和鼓动起来，添 上 一 层 光 焰 夺 目 的 色 彩，使 我 们 这 个

生活的星球，充满生机、活力、人情味与使命感。由此可见我

国《宪法》第四十七条中的“其他文化事业”包括了体育事业，

这也证明了体育权利是宪法所确认和保护的一种宪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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